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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消費與生產的發展趨勢和因應 

楊致行* 

 

摘    要 

聯合國在 2002 年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便持續地推動永續消費與生產的 10

年架構計畫。而國際間的許多研究與案例，則驗證了推行永續消費與生產有所成就

的國家，確實可以運用環境負荷與經濟發展脫鈎的政策和落實方案，將整體國民生

活水準做大幅度地提升。因此每個國家在整合其永續消費與生產的數據和指標的過

程中，可以充分了解到該國家的環境涵容能力和資源進口與使用效率的限制條件之

下，以推展出適切的政策與方案。  

目前全世界推動綠色消費主義的認知和教育工作上，除了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和各先進國家的政府之外，國際級的環保團體和具有高水準形象的國際公司也發揮

了非常重要的資訊提供與標竿作用。而由觀念到實際行為的推動需要由所有的利害

相關者參與，包括政府、企業、消費者、民間團體、媒體、財務提供者及研究單位

等。只有透過科技與資訊的不斷研究和擴散，才能夠使消費者不停地獲得更深和更

廣並且更可依據其執行的生活和行為共同準則，以擴大消費行動所產生的效益。  

雖然永續消費與生產的理念極為清晰、明確，但其概念產生到落實的過程中，

涉及了極為繁雜的資訊傳遞、消費觀念及生產機制。因此聯合國提出的「全球思考、

區域行動」口號，可以將永續消費與生產理念透過合理資訊的傳遞而由個人的消費

行為來迫使相關產業進行因應，而使消費者和生產者達到經濟與環境雙贏的境界。 

【關鍵字】永續生產與消費、10 年架構計畫、脫鈎、生態足跡、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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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不永續的生活型態 

自從聯合國於 1987 年界定「永續發展」為「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不損及後

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發展」以來，全世界各個國家已經將此一口號和落實的政策與

措施推行了 20 年。但是以物質消耗、環境狀態演變和全球人類生活改善的進展而

言，這個世界離永續發展的境界可能越來越遠，其主要關鍵在於我們仍然因為消費

太多的物質，而過著「不具有永續性」的生活型態。  

要達成全球物質上的永續發展基本條件在於：全人類消費物資的速度必須要

小於或等於這些物質生產與再生的速度。但是不幸地，由於工業革命以來大量生產

技術的「典範鎖定效應」，使得已開發國家社會的物質利用效率非常差，例如：  

1.所有參與生產的自然資源中，93%未被轉化為最終產品，而在過程中被消費掉或

丟棄。  

2.80%的消費性產品只使用一次便遭到棄置。  

3.大部份的原料與成品在六個星期之後即變成廢棄物。  

由於「邊際效益遞減效應」的關係，物質的過度消費不但所提升人類生活的

快樂程度極為有限，其造成社會資源、生活型態及生活水準不公平之現象，更將成

為 21 世紀全球不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1 列舉了全球代表性資源分配與消費在

最富有 20%和最貧窮 20%人口的比例，由表中可以了解到兩個族群在必要但是較

為昂貴生活物品(如魚、肉及能源)的消耗比率大約為 10：1；而對於生活便利性(例

如車輛和電話)相關工具的使用比例差異則更高達到 50：1。若再以這兩種族群生

活極端差異度的案例，則更能夠凸顯出人類不同社會在永續發展經濟上的不平衡，

例如：  

1.每年消除全球飢荒人口所需的經費大約要 190 億美金，這相當於全世界每年花

費在化妝品的費用。  

2.提供全球貧窮人口潔淨飲用水的經費，每年大約需要 100 億美金，大致相當於

歐洲人每年花費在冰淇淋的總價格。  

因此，永續消費與生產(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SCP)的議題，

在 2002 年約翰尼斯堡的地球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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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SD)期間，即被聯合國和許多環保先進國家列為全世界未來 10 年合作和發展的

重要議題，並且是達到 2050 之目標年時全球永續性基本條件的最主要工作項目。  

 

表 1  全球富有與貧窮人口的消費差異  

消費之物品 最富有的 20% 最貧窮的 20% 
所有的綜合性私人花費 86% 1.3% 
肉類與魚類的消費 45% 5% 
所有的能源使用 58% <4% 
持有電話線的比率 74% 1.5% 

消費的紙張 84% 1.1% 
擁有全世界車輛的比率 87% <1% 

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比率 53% 3% 

 

二、全球的認識與推動－聯合國的 10 年計畫 

2002 年地球高峰會議推行的 5 大焦點議題分別為：水與衛生、能源、健康、

農業、生物多樣性，但是在其決議之中則認為要持續解決這 5 大議題的計畫重點在

於以國際合作的組織架構，來推動全球性的永續消費與生產，以達成人類跨世紀以

來的基本發展困境：「消除貧窮」。而永續消費與生產推行策略上，則建議以生態

效率(eco-efficiency)和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為基礎，透過基本架構和能力的

建立，以執行下列的本土性和國際性合作：  

1.技術移轉和交換  

2.指標與標竿的建立  

3.所有相關資訊的共享  

4.增進投資並提供財務的誘因  

5.政策性支援和獎勵措施  

然而聯合國在整合全世界各國推行的過程之中，了解到不同經濟發展程度的

國家對於永續消費與生產的議題和落實方針，有著非常大的差異：  

1.美國、日本及西歐等高消費形態的國家，需要的是高度的「脫鈎行為」－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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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減少自然資源的使用，而同時能夠維持相同的經濟產出水準。  

2.中國、東南亞、南美等快速發展中國家，應該進行「蛙跳式」的改善－建立本

土性適當的永續消費與生產結構，而不落入西方世界的錯誤發展模式。  

3.低度經濟發展國家所需要的是「確保基本生活所需」－重點在於推動適當的方

案以提供人民永續成長的生活條件。  

聯合國在 2002 年的地球高峰會議中，其決議成立一個國際合作性質的永續發

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D)，並推動永續消費與生產

的 10 年架構計畫(10-year Framework Program; 10YFP)，由於第一次的國際專家會

議在北非摩洛哥的 Marrakech 舉行，因此後續有關 10 年計畫推行程序在文件上經

常通稱為 Marrakech Process。在此 10 年計畫中，將其推行作業共分成下列 4 個階

段：  

1.在聯合國的不同區域組織專家顧問群，以確認該區域對於永續消費與生產的需

求和優先推動條件。  

2. 建立區域的策略與執行機制，以支援不同區域和國家的落實工作。  

3.在區域、國家、地方的不同層級，實行有效的方案和計畫。  

4.監測與評估各種進度，並推展國際之間的資訊和經驗交流。  

圖 1 為目前聯合國 10 年計畫的基本架構，其出發點是鼓勵並協助推展在區域

和國家層級展開永續消費與生產的基礎性工作。期望每個區域和國家更能夠了解並

考量其環境的涵容能力，並以永續消費與生產的形態來推動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同時希望使所有國家在改善經濟效率與永續發展條件的同時，亦能夠減少自然資源

的劣化和環境的污染－此即所謂的「脫鈎」(de-coupling; or de-link)。在此同時，

聯合國更鼓勵已開發國家提供發展中國家財務和技術的協助與能力的建立。  

在第一次的 10 年架構計畫討論會議之中，針對全球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推行工

作之重點方針，達成了下列的專家結論：  

1.必須整合永續發展之 3 個面向：社會的、經濟的及環境的。  

2.每一個組織均應該獲得最高階層的承諾。  

3.確認政府的優先工作要求，以確保有效之合作和資源投入。  

4.建立架構性的能力、技術和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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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運用所有工具以推動資訊的擴散。  

6.應該要求所有的利害相關者參與。  

區域與國家級起始工作

10年架構計畫
•鼓勵 •推廣

永續消費與生產
•社會的
•經濟的

發展

在環境涵容能力內

•改善經濟效率與永續性條件
•減少資源劣化與環境污染

脫鈎

已開發
國家

發展中
國家

•財務與技術協助

•能力的建立

 

圖 1  聯合國永續消費與生產 10 年計畫架構  

 

目前聯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之下亦成立了 6 個工作小組，以執行永續消費與

生產相關的策略與方案發展及國際合作：  

1.永續生活型態(瑞典) 

2.永續產品政策(英國) 

3.與非洲國家之合作(德國) 

4.永續性採購(瑞士) 

5.永續觀光(法國) 

6.永續建築與營建(芬蘭) 

在過去 4、5 年之國際研討與合作的過程中，各國專家亦了解到雖然永續消費

與生產對於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有深刻的不同意義，但是其可運用的原則和展現的

管理工具，有許多可以交互支援與參考的共同性基本考量。圖 2a 展示了改善能源

效率議題的思考架構，對於已開發國家的能源使用和需求現況，大多著重於再生能

源的開發；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其迫切的要求重點則在於如何獲得可靠、穩定且

潔淨的多元化能源；但是未來為了確保全球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和永續可供利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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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需要由已開發國家提供開發中國家技術的移轉和合作。圖 2b 則提供了對於水

資源管理的共同性特色說明：不論是發展中或已開發國家，均需要在節水技術和經

濟工具運用的兩大政策方向上，依照不同的管理標的和有效手段，來達到水資源最

有效的利用目標；並且充分獲得節水教育與民眾認知的資訊推動平台的支援，才能

夠發揮最好的永續消費與生產之綜合效益。  

 

a-能源議題的考量

再生
能源

改進能源效率

多元化供應
(清潔來源)

•已發展國家

技術移轉
與協助

•發展中國家

b-水資源的管理

節約用水
技術

整合性的水資源管理

經濟工具
的運用

‧已開發及發展中國家

‧家庭
‧農業
‧工業

‧量測指摽
‧公平價格系統

教育與民眾意識提昇

 

圖 2  不同永續生產與消費議題之關點  

 

三、永續生產與消費的理論 

既然「永續消費與生產」有如此的理論正當性和社會公義性，但是其推展過

程為何如此的緩慢與困難？關鍵在於全球經濟體系的利他性條件不明，以及社會的

短期和長期經濟利益不能夠有效率地達到均衡的最佳運作狀態。圖 3 綜合說明了熊

彼得的「創造性破壞理論」以及顧志耐對於科技知識累積效應的觀點，來解釋全世

界及任何一個社會經濟力隨著時間的成長曲線。一個進步中社會整體經濟的成長通

常不會是一個平滑的曲線(如直線 A)；而是在一陣子停滯之後，因為創造性破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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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或者科技與知識累積到一個「突現」所需要的發展數量，而進入一個快速成長

期間，然後再以另外一個階段的高原期來消化這些成果。目前，全球永續消費與生

產的許多關鍵性技術、觀念及策略均已經到了累積足夠「可大量落實」的要件，其

所欠缺的只是全球性的執行體制，而將成果帶動人類社會下一波環境的、經濟的及

社會的演進。  

 

顧志耐1966年指出，科技及知識的持續累積與應用，
為帶動勞動生產力不斷提升、經濟持續成長的重要來源

熊彼得之「創造性」
破壞之發生

時間

經
濟
力

永續消費與生產的突現

直線Ａ

 

圖 3  世界經濟的成長的軌跡  

 

考量人類社會的資源生產力 (Resource Productivity)時，可了解到在一般情況

下，環境的衝擊將正比於人口數及物質的消費密度(Material Intensity)。而在不容易

改變人口成長曲線和人類「生活水準」的條件之下，只有努力的增加資源生產力

(Material Producitivity)才有可能將社會導入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情境。在考量人類過

去 20 年來科技、觀念及生活型態的演變，確定可以將生產力因素(Productivity Factor)

呈現倍數的成長，以下是一些不同倍數的案例：  

1.2 倍數：以產品改良為主，例如高速鐵路、改良四輪傳動車。  

2.5 倍數：透過產品重新設計，例如 LCD 螢幕、電腦工作站、電子錶。  

3.10 倍數：需要創新的產品概念，例如充電電池、租用服務、手搖收音機。  

4.20 倍數：全面性的系統性創新，例如網路下載音樂、網路圖書館。  

依據世界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WF)與其他環保團體在 2006 年底所發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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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球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採用了反應地球生態系統健康程度的生活行

星指標 (Living Planet Index)以及代表人類對於生態系統需求量的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兩組數據來看，全球的環境狀態仍然在持續惡化之中，使得

現今全球的自然資源使用與環境污染所造成涵容能力的壓力，已經到達地球生態系

統可以負荷的 1.2 倍以上。如果再參照聯合國 2002 年地球高峰會議之中對於 2050

年的展望─希望全球人類均能夠達到永續發展的基本條件，則其目標顯得遙不可

及。因為參照聯合國與重要國際環保團體的估計，配合人口成長的趨勢下，人類社

會對於物質使用的效率必須增加 2~5 倍之間，才有可能達到世界高峰論壇的基本

展望。  

提升「資源生產力」的基本概念在於將經濟發展與環境負荷的惡化之間進行

「脫鈎」，這是諾貝爾經濟獎得主顧志耐於 1960 年代所提出的理論，而且也是聯

合國與世界銀行在近 10 年來對於發展中國家提出的一個重要經濟成長策略。圖 4

為脫鈎理論的基本說明：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並不容易考量到環境負荷所造成

的負面影響，因此大多數國家在初期的發展中，會使經濟成長與環境狀態惡化之間

呈現正相關的關係，直到進入一個具有轉換條件與環境自覺的經濟水準(世界銀行

將其界定為國民所得 GNP 達到 5,000 至 15,000 美元之間)，開始注意到環境惡化條

件的改善，因而透過環境法規的訂立、管制和落實，甚至推動產業型態的基本轉變，

將經濟發展與環境惡化的關係脫鈎而成為一個負向的關連性，因此而進入了一個持

續的環境改善和進步時期。  

脫鈎之後的產業將重新定位和管理原料與生產業的效率和污染排放，並且加

強生活與服務業的資源使用效率，也將廢棄物產生的處理成本負擔合理化(儘量推

展「污染者付費」原則)。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環境狀態大致可以印證上述脫鈎的基

本理論，在 1990 年代末期國民平均所得達到一萬美元左右之後，台灣的環境法規

加嚴以及管理落實條件之下，使得空氣品質、廢棄物產出量、資源回收的比例等均

呈現了大幅的改善。  

支持脫鈎的經濟理論雖然略顯為複雜，但基本的要件是集中在一個關鍵的問

題：「金錢是否可以買到快樂？」。依照全世界人口分佈所做的調查顯示，將經濟

收入由低到高分成 4 個等分，其對於生活滿意與非常滿意的比例，依次為：70%、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1 期(Jan. 2007) 75 

78%、82%、85%；而對於非常快樂認定的比例則為 19%、22%、25%、28%。相關

的研究大致展現了一個大眾的基本認知：「金錢不會是萬能，但是沒有金錢好像是

萬萬不能」；但也符合了一個經濟學上的基本論點：經濟的基本條件可以提升人們

的快樂，但是在邊際效益遞減的因素之下，使得末端過度消費狀態之下的意義並不

重要。  

 

環境負荷

經濟(GNP)成長

(GNP：5,000-15,000)

Kuznets Curve

*經濟成長與
環境惡化脫鉤

(1990年之台灣)

生活與服務業

原料與生產業

 

圖 4  經濟發展與環境負荷之脫鉤  

 

圖 5 提出了永續消費的經濟理論。圖 5a 顯示依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在價格

與數量的座標之中，供給和需求曲線的交點是市場之平衡銷售和消費量。而由於生

產技術的不斷精進，使得生產效率提升而推動了供給曲線變化，這個現象特別適用

於台灣或亞洲新興國家這類「世界工廠」在過去 20 年來生產效率提升之後產生的

效應。而在產品價格持續下跌的情況之下，促進了消費量的增加，往往將整個情境

推到了一個經濟與環境之間不平衡的困境－生產效率提升所造成的成本下降，卻衍

生了過度消費之後的資源嚴重浪費，以及污染負荷的加重。圖 5b 則提供了另外一

個「脫鈎」的理論基礎，如果以任何類別物品的消費數量和生活滿意度之間做一個

衡量，由於邊際效率遞減的關係，將呈現如同曲線 B 的條件，而非直線 A 的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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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關係；也就是說，當某類消費品的供給量達到一定的程度之後，過多的供給與使

用所能夠提升的邊際滿意度將極為有限。因此一個社會、產業或是個人的消費者，

若能夠理性地分析並了解某一類別物品使用的滿意度曲線，便能夠掌握到其合理的

最佳滿足轉折點(圖中 K 點的位置)，而將該類物品的生產、管銷、使用、維護等工

作均以該合理量為基準來進行相關的運作，則不但全社會資源效率得以提升，其轉

移出的多餘生產要件將更能夠運用到其他的消費者需求區塊，而達到更有效率的物

質社會情境。而隨著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持續推展至一個合理且全面的狀況，則更可

以思考並評估是否可以再進一步降低某類物品的消費數量，同時仍然可以維繫相同

的滿意程度，則脫鈎的效益將再持續的擴大。  

 

a-供給與需求

價格

數量

供給

需求

新供給線

(增加效率)

(消費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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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

舊式想法

更有效的消費方式

更永續性條件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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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永續消費與生產之經濟理論圖  

 

在上述的脫鈎經濟理論之下，物質生產和消費與環境之互動條件則成為核心

的關鍵因素。最理想的情況下，自然資源與原料進入生產和消費體系之後，應該是

成為一個封閉的系統：所有產生的廢棄物和污染，都能夠透過合理且具有經濟規模

的收集、分類、分離、回收、再製及再使用，將其納入原料的運作中而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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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若要達成百分之百回收及零廢棄的目標，仍然有許多經濟與技術上可行性和落

實程度的困難，但是隨著科技的創新、法規的要求、消費者的配合，目前至少在已

開發中國家已經有一些方向和成果，例如：  

1.過去 30 年來，對於車輛污染排放的管制，已經使得污染物減少了 80%，而同時

期的車輛油耗里程數則增加了 50%。  

2.目前油電混合車或發展中的燃料電池汽車，將更增加能源效率 1 倍以上。  

3.以租賃設備為主要的服務產業，將提升同類型物質使用效率 2 倍以上。  

因此，雖然科技並非萬能，但是科技創新若能夠結合觀念的提升和消費者的

認知以及社會結構的改變，將可以提供全世界永續消費與生產之持續且快速演進的

契機。  

四、國家級的推行架構與案例 

自從 1970 年代聯合國帶領共同討論全球環境議題以來，對於落實性的工作可

以區分為兩個截然不同的思考模式和階段。1985 年至 2000 年之間，聯合國環境規

劃署推展了許多重要的國際環保公約，企圖以世界各國的共識來共同解決全球的環

境議題，並且透過國際之間的資訊和技術交流，配合自發性的承諾和管制手段，期

望能夠共同達到特定的全球性目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性承諾指標為蒙特婁議定書

和京都議定書。  

自 2000 年之後，當全球主要的環保議題均已經被討論和規範，這些國際公約

漸漸展現出了兩個不同層面的問題：第一，以共識決為基礎的前提之下，越來越不

容易獲得全球不同國家的支持，更遑論對於未遵守公約者的管理和制裁機制；第

二，有些科學證據不夠明確但是影響極為深遠的持久性環境污染議題，非常不容易

獲得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共同認可的推行方案。因此，2000 年以來，以歐盟為帶

領先鋒的國際環保先進國家展開了以購買力(buying power)為主軸對產品管制的區

域性環保法令，但是其帶動的訴求卻是在於全球性的環保議題以及對於永續消費與

生產的基本規定。圖 6 為其相關議題與作業方式變化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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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共同解決全球環境議題之方式  

 

事實上在 2000 年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資料即顯示一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競 爭 力 (Economic Competitive Index; ECI) 與 環 境 永 續 性 指 標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ESI)之間是具有正相關的，此點亦由知名的國

際競爭策略專家 Michael Porter 在哈佛商業評論的文章中加以驗證。換句話說，推

行永續消費與生產有所成就的國家，確實可以運用環境負荷與經濟發展脫鈎的政策

和落實方案，將整體國民生活水準做大幅度地提升。  

在國家級的永續消費與生產推行政策中，關鍵的指標就是「物質生產力」

(Material Productivity)變化的掌握。以歐盟國家在 1980 年至 1997 年之間的數據為

例，其耗用同一數量物質所能夠產生經過轉換後的平均國民所得增加了 35%，同

一時期美國大約增加 40%，日本則提升 25%。這顯示了先進國家在永續消費與生

產的推展工作均能夠行之有年且展現特定的成果。若再以 1960 至 1999 年歐盟所

有國家對二氧化碳排放量與國民平均所得之關係進行探討，則更可以發現在 1973

年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其二氧化碳排放量與國民所得之間呈現了同步成長的線性關

係，但是自從 1973 年之後到 1999 年之間，儘管歐洲整體的經濟成長了 7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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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氧化碳排放量則維持在幾乎零成長的總量，這也進一步驗證了永續消費的可落

實性。  

討論一個國家物質生產力的最基本與關鍵因素在於執行並掌握其物質流分析

(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目前在歐盟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大力推

動之下，許多先進國家已經完成了全國的物質流分析資料庫，並且依照相關數據以

及展現出來的環境負荷焦點 (Environmental Stressors)進行全國性的永續發展指標

規劃。以日本為例，其「環境白書」中即根據 2000 年的全國物質流分析結果，訂

立了 2010 年的一些重大指標之達成目標值，例如：  

1.資源生產力(GDP/每一噸自然資源消耗)將由 28 萬日圓提升為 39 萬日圓，共增

加 40%。  

2.自然資源使用後的回收率將由 10%提升至 14%，增加 4%。  

3.最終廢棄物的處理量將由 5,600 萬噸減少為 2,800 萬噸，減少 50%。  

這些先進國家的永續消費與生產指標和其背後的因應策略和措施均非常值得

台灣與其他發展中國家參考。每個國家在整合其永續消費與生產的數據和指標的過

程中，可以充分了解到該國家的環境涵容能力和資源進口與使用效率的限制條件之

下，應該可以推展出適切的政策與方案。以英國為例，其貿易投資部(DTI)即在研

析國家整體消費與生產條件之下發現了：  

1.英國生產業浪費的自然資源占了其利潤的 7%。  

2.全國工商業每年可節省能源的價格大約為 120 億英鎊。  

3.30%的民眾號稱在乎企業的環境與社會公益行為，但是只有 3%將其轉換為購買

行動。  

4.產品對於環境的負荷，有 80%在設計階段就已經被決定。  

因此，英國政府訂立 4 大優先主題，做為全國性的永續發展行動目標：  

1.永續消費與生產  

2.氣候變化與能源議題  

3.自然資源保護和環境保育  

4.永續性的社區  

同時並列舉了 5 項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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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環境限制條件之下的生活型態  

2.確保強化、健康與公平的社會  

3.達成永續性的經濟體制  

4.提升良好的自主管理  

5.運用良好的科學責任感  

事實上，大多數的先進國家都依照其國情與國家永續發展指標而發展出階段

性的永續消費與生產重點方針。例如荷蘭在推行了將近 10 年以「生態足跡」為重

要指標的國家政策與各種施行方案之後，目前將其全國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指標聚焦

於能源的議題，並定位於「以創新的思考方法，發展出清潔、可靠、負擔得起的永

續能源系統」。  

圖 7 綜合了「生活地球報告」之中全世界各國在配合永續消費與生產兩大指

標(人類發展指標與生態足跡指標)之下，一些與台灣較為相關國家的對應位置。由

圖中可以看出，目前全世界並沒有國家位於座標中右下角的「永續發展區域」。大

多數發展中國家均落於人類發展指標過低的區塊，相對地已開發國家則大多數處於

生態足跡偏高的過度消費區域。由於在報告中並未將台灣列入評比，不過以經濟和

環境發展條件而言，台灣應該與韓國的位置相當，均屬於仍然需要提高整體資源使

用效率 2 倍以上的過度消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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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與台灣相關國家之人類發展和生態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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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續消費的認同與推動 

自從工業革命以來，人類社會對於「過度消費」便不斷地有各種自覺，從 100

多年前梭羅的「湖濱散記」到現今各類草根性環保團體的環境宣導活動，均強調應

該切斷盲目地忙碌於工作和消費的鎖鏈間之生活行為，而可以過著不過度重視物質

享受且提升生活感受水準的綠色消費型態。特別是 1970 年代以來在先進國家推動

的全球環境自覺運動，更使得一般消費者漸漸了解到「綠色消費」的意義，而民眾

的心路歷程大致有下列的發展：  

1.認知到地球環境議題的關鍵，並了解個人的大量消費是造成問題的元凶之一，

進而引發了自身的責任感。  

2.體認基本個人的行為能夠造成一些差異，於是開始主動或被動地參與最早期的

資源回收，進而參加其他更積極性的環保活動。  

3.漸漸地隨著資訊的擴散，獲得了更多的綠色產品訊息，並且可以與許多具有共

同意識的人們合作，而造成整體的環境轉變。  

4.進一步考量可以改變個人生活的方式，更有效率地利用物質和自然資源，而同

時達到更愉悅和更環保的生活境界。  

以一般生活上的消費性產品而言，在過去 50 年來也經歷過 3 個以消費者為核

心訴求的表現要求階段：  

1.主要表現－必須符合該物品的基本功能，且有一定的標準要求。例如電視機螢

幕的大小、色彩的清晰程度、音質的配合性等。  

2.策略表現－能夠迎合不同階層消費者的特定訴求，而達到特殊的競爭條件。例

如電視機螢幕由 CRT 轉變為 LCD，使其更輕薄短小。  

3.技術表現－透過各類的國際性產品認證和驗證系統，使消費者認知並接受技術

和品質標準的一些共同要求，例如 ISO、UL、CE 的標準和標誌。  

而在整合綠色消費主義的趨勢之下，更發展了第 4 個階段的要求：  

4.綠色表現－企業必須維持其環境和社會責任的基本承諾，並且對於其產品的環

境訴求也需要合乎一定的規範。例如電視機必須合於 60%的回收率，並且不使

用鉛、鎘、汞、六價鉻等危害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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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推動綠色消費主義的認知和教育工作上，除了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和各先進國家的政府之外，國際級的環保團體和具有高水準形象的國際公司也發揮

了非常重要的資訊提供與標竿作用。而聯合國在 10 年行動計畫中亦明確表示綠色

消費的推動需要由所有的利害相關者參與，包括政府、企業、消費者、民間團體、

媒體、財務提供者及研究單位等等。只有透過科技與資訊的不斷研究和擴散，才能

夠使消費者不停地獲得更深和更廣並且更可依據其執行的生活和行為共同準則，以

擴大消費行動所產生的效益，並長期地解決一些消費者經常地困惑，例如：  

1.產品資訊經常是混淆的－許多商品所提供的環境相關訊息經常是主觀、片段且

不易確認，而較具有公信力的環保標章又往往不能夠涵蓋大部份的商品。  

2.綠色產品資訊的不一致性－依據不同行為、議題、方便性及可取代性，不同商

品在不同的使用情境上可能會有不同的綠色表現。  

3.綠色產品常跨越不同的市場區隔－由於消費性產品面對的回收及特定危害物質

含量的限制壓力是來自於先進國家，而其落實條件尚未具有一致性，因此使得

不同價格和市場區隔條件的產品之表現與取代性，仍然處於一個非常混亂的階

段。  

依照一般消費性產品的環境負荷評估而言，社會大眾均逐漸能夠了解到應該

用「生命週期評估觀點」來評斷和選擇物品對於環境的整體衝擊和使用條件，但是

如圖 8 所示，目前由原料開採、生產、管銷、零售及消費的各階段，仍然缺乏足夠

的資訊、誘因及標準，以供所有利害相關者有所依循。所幸隨著全球綠色消費者相

關資訊的共同推動，目前已經形成一些國際之間的共識和準則，未來將透過持續的

合作和論壇，將這些資訊文件化和指標化，使得消費者和生產者有更好的行動依據。 

不過，如果持續地強化各類產品的環境化數據之蒐集和運用，仍然可以提供

消費者一些較為明確的準則，圖 9 即顯示了以電冰箱為代表的電機電子產品之成本

與環境效益曲線，由該圖可以使消費者清楚地了解到使用了 10 年以上的大多數電

機產品，不但其總消費成本將持續增加－主要是因為維修和耗電的增加量將快速上

升，其對於環境的衝擊也將因為設備老舊而急速提高。因此 10 年以上的該類物品

之綠色消費資訊，便可以清楚地告知消費者應該合理地進行汰換，而避免「損人不

利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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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料 生產 零售 消費管銷

缺乏資訊

缺乏廢棄物處理鏈

缺乏適當的財務誘因

缺乏永續性資源的供應
缺乏成熟的永續性產品

缺乏可行的標準

 

圖 8  生命週期關點推行綠色消費的障礙  

 

5 years 10 years 15 years

消費者之
總成本

使用年限

環境衝擊

 

圖 9  電機電子產品的成本與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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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永續生產的推廣 

在聯合國環境規劃署的 10 年計畫中，對於永續生產的定義非常簡單而且明確

－即呼應其過去 10 年以來呼籲產業界推動的「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

而國內外對於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其涵蓋的策略、管理、技術的準則與手冊也很

廣泛，本節則特別以符合永續性條件，並配合永續消費之議題進行討論。  

其實考量「永續發展」所衍生的各類需求面如回收、再生、不含有害物質、

減少污染物排放、提供消費者適當訊息、符合全球性的環保要求等，對於全球生產

業從上游的原料開採業者到下游產品整合業者的整體供應鏈而言，均已經完全被涵

蓋於各類不同重點但是壓力大致雷同的「永續性條件」及國際環保公約和法規之

中。例如最上游的石油開採業，面臨了生態破壞與對油源國社會公益的訴求；而最

下游的電機電子產品業者則被要求不斷提升回收率和增加管制化學原料項目的要

求。圖 10 以企業因應消費者面向的觀點，列舉不同類型企業在規模大小以及偏重

於消費或原料端的兩個座標軸上，其所需要因應並配合消費者的訴求，諸如：健康、

回收、生態、資訊、形象、誠意、互動、變化等等的考量權重。  

 

大型企業
【形象、誠意】

小型企業
【互動、變化】

原料端
【生態、資訊】

消費端
【健康、回收】

石化產業

包裝材

生活用品

汽車業

電腦業IC業

 

圖 10  企業因應消費者導向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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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經營效率與環境衝擊之間的平衡策略和措施，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與

世界永續發展協會(WBCSD)所共同推動的「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訴求，最能

夠提供企業可以依循的基本理論和作業架構。基本上，每一個企業應該將其生產製

程與產品特性進行生態效益的分析，以評估並追查如何能夠達成更低花費與更高正

面收益之要求，以及更良好環境效益的具體方案。圖 11 列舉了一個企業對於經營

效率與環境衝擊之整體考量架構。由於過去 10 多年來的資訊和技術工具之快速累

積，已經可以使企業很容易利用已商業化的資料庫和軟體，進行其製程與產品的生

命週期評估和全成本考量，並且綜合考慮公司與產品的環境負荷、成本有效性、風

險評估及商機管理等條件，而將企業在生態與經濟的不同壓力項目詳細地列出，然

後在進行策略分析和研判之後，儘量設計出企業和環境雙贏的製程與產品，並加以

合理的落實。目前許多國際大型企業都已經發展出內部的作業規範和技術工具，強

制要求所有的產品開發、原料採購、製程更動過程中的生態效益提升工作，納入公

司最高的管理政策和作業系統之中。  

 

 

生
命
週
期
成
本

生命週期衝擊

壓力項(stressor)

生
命
週
期
階
段

成
本
考
量
計
算

•初級能源使用
•二氧化碳排放
•…
•人力資源損失

•開採
•製造
•使用
•棄置
(各階段之細節)

•直接成本
•隱藏成本
•外部成本
•…

•環境負荷
•成本有效性
•風險條件
•商機

 

圖 11  企業經營效率與環境衝擊之整體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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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列出了企業因應永續消費與生產所可採行不同層次的技術和管理工具架

構。基本上，為了符合生態效益的要求，所有企業都應該以生命週期的量化數據做

為管理的基礎資訊，在產品端善用綠色設計的準則和改善的評估工具，在製程端則

充分利用清潔生產的技術和綠色供應鏈系統的整合功能，然後再配合國際間發展逐

漸完成的各種認證、驗證標準和檢測方法，以確保公司的製程和產品之永續性，並

進一步展現出企業更具有特色的「綠色競爭力要件」。目前國際間已經有許多大公

司建立了很完整的策略，而且獲得良好執行成效的案例。例如，國際手機大公司

Nokia 之所以能夠獲得綠色和平組織評定為環保成效指標第 1 名的企業，即在於該

公司考量了降低風險、增加利潤及獲得利害相關者認同等 3 個面向之後，將公司生

產與產品的策略由環境系統推展到供應鏈系統的管理，再延伸到環境化設計和產品

使用後回收的責任，並獲得良好的運作成效。  

 

具有綠色競爭力的產品/永續性產業

【管理平台：資訊、品質、環安管理系統】

生命週期評估

環境化設計及改善評估

清潔生產+綠色供應鏈系統建立

綠色元件/產品檢測/驗證

【技術工具平台及其選擇運用】

 

圖 12  企業之永續生產因應作業架構  

 

企業在因應永續消費與生產的管理作業過程中，亦應該先瞭解所處產業環境

焦點議題和科學變化所可能造成不同策略的因應方向。圖 13 乃以冷媒的應用受到

科學資訊變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環保和技術訴求與營運的變化為案例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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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約 100 年前冷凍技術的發展初期，使用了最簡單的化學物質，如二氧化碳及

氨等，但是立即困擾於其效率不足和安全性堪憂的問題。  

2.1930 年代，氟氯碳化合物(CFC)夾其效率和安全性的優勢之下，完全地主導了冷

媒的市場。  

3.1970 年代起，對於氟氯碳化合物破壞臭氧層以及氫氟化物的溫室效應疑慮，使

得替代品的要求再度轉向。  

4.目前在安全性、能源效率及全球環保的 3 重考量之下，科技研發和運用將支持

可能的替代品如碳氫化合物、二氧化碳及氨的更有效率和更高層次之使用。  

 

HCs，CO2, NH3

臭氧層破壞
1987維也納公約

1989蒙特婁議定書

NH3，CO2 CFCs     HCFCs

全球溫室效應
1994 UNFCCC 

2005京都議定書

HFCs

能源效率

全球環保議題

安全性

 

圖 13  依據科學資訊而改變之冷媒使用  

 

目前全球受到綠色消費主義的壓力和所需要因應的焦點產業是電機電子業。

雖然該行業所衍生的環境衝擊並非最高，例如其使用的汞占了全世界產業用量的

15%、鎘占 4.3%、鉛占 0.37%、鉻占 0.25%，但是由於電子用品的價格大多處於所

有消費性產品價值金字塔的最上端，而且其銷售鏈又位於直接與消費者互動的最前

端，因此其使用的各類有危害性疑慮之化學物質就受到禁用或限用的最早規範，而

產生了最直接的環保製程和綠色產品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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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消費的訴求是條不歸路，只有不斷地加嚴而不太可能獲得轉向與鬆弛。

例如目前歐盟及國際環保團體已將綠色消費與生產的焦點集中於電機電子產業，雖

然其訴求與正義性仍然有許多科學上的疑慮如：  

1.要求京都議定書的落實，將會使用更高級與更高價的資源以求能夠減少製程中

二氧化碳的排放。  

2.配合現有環保訴求的材料，其中必須使用較高級的塑膠，將使生產階段的污染

提高。  

3.要求使用無鉛焊材的替代物質，其中必要成分仍然是開採鉛的副產品，而且將

耗用更多日益枯竭的錫。  

4.無鹵耐燃材料的改用，將迫使產業使用更多的初級原料，並且在製程中消耗更

多的能源。  

雖然如此，但是國際間對於綠色電子訴求所衍生出的壓力早已經到了「莫可

抵擋」的境界，身處其間的電機電子產業，只能夠在充分掌握科學資訊和技術發展

條件之下，擬定出妥為因應這波以綠色消費主義為基本訴求的風潮，以加強產業競

爭力結構的提升，並將壓力轉化為超越同業競爭力的商機。  

七、全球的趨勢和因應－結論和建議 

雖然永續消費與生產的理念極為清晰、明確，但是其概念產生到落實的過程

中，涉及了極為繁雜的資訊傳遞、消費觀念及生產機制。因此聯合國於 1990 年代

即提出了「全球思考、區域行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口號，要求一般

民眾針對許多看似複雜且容易產生無力感的全球性議題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

全球資源耗竭等，透過合理資訊的傳遞而了解其關鍵製程和產品之後，以個人的消

費行為來迫使相關產業進行因應，要求這些需負起責任的公司運用綠色思考和設

計，來生產與銷售對環境友善的產品，圖 14 是此一理念的示意圖。  

事實上，在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10 年計畫的推動以及全球各已開發國家政府和

國際企業的努力下，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推動關鍵議題已經獲得了很多明確的共識，

其資訊的交流和擴散也漸漸獲得成效。未來的落實工作將在民眾自我覺醒(消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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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產業自願性方案(生產端)配合的前提之下，以下列兩股力量來彼此交互運作：  

1.推力(Push)－將在獲得跨國企業或先進國家政府與環保團體的要求之下，將一些

必要性的永續消費與生產訴求和準則納入由國際級到國家層次的法規之中，以

發揮管制壓力。  

2.拉力(Pull)－在足夠科學資訊和技術工具的協助之下，綠色消費的訴求在配合全

球資源不足所引發的價格上升過程中，將產生出足夠的經濟誘因，使得綠色消

費與生產行為對於消費者和生產業者均能夠造成實質的經濟和環境效益。  

 

•以個人消費行為，造成產業界之因應

對環境「友善」產品

綠色設計

•溫室效應 ---CO2

•臭氧層破壞---CFC

•資源耗竭 ---資源
{

民眾環保手段
Act  Locally

全球環保問題
Think Globally 

【綠色消費主義】

【綠色生產與產品】

 

圖 14  全球永續消費與生產的趨勢  

 

目前以歐洲為主的先進國家在永續消費與生產的數據收集、資訊交換和策略

擬訂上均有許多豐富的成果。台灣雖然在經濟和環保條件上已經可以被列入已開發

國家之林，但是政府及民間在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思考和推行工作上仍然是相對落後

許多，因此建議後續可推動的工作如下：  

1.政府方面－應積極建立永續消費與生產的基本資料，特別是全國物質流的數據

和生命週期評估的資料庫，以使得未來政策擬定和產業管理作業上均能夠有量

化的數據做為依循。同時也應該儘速訂立全國性的永續消費與生產政策和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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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其所擬定的指標最好是能夠與國際組織(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已經研訂

的項目調和，以期望在推行過程中隨時有所查核並且可與先進國家進行標竿比

較(benchmarking)。  

2.企業方面－我國企業在全球所流行的永續指標建立和宣導上，明顯地落後於歐

洲、美國、日本，甚至韓國的產業界。目前國際級的大企業在因應綠色消費主

義的訴求之下，所採行的永續生產與綠色產品管理和推廣成功模式很多，而且

除了詳細運作的技術工具以外之大部份訊息均屬於可公開陳述的範圍。因此台

灣的產業界大可參考同行或類似產業的國際型標竿公司，配合自身的條件而進

行永續生產的策略擬定，以期望在未來持續的國際競爭壓力之中，以合理的永

續策略和綠色產品成果勝出。  

3.消費者方面－過度消費雖然是許多一般大眾對於物質生活上的疑慮，但是往往

因為苦於資訊不足及思考未能深入，更無法進行個人合理的研判，造成了過度

消費和環境負荷增加的雙輸情形。未來除了有待於國內產、官、學、研各界持

續地參考國外資訊，以提供消費者更有意義、更易了解並可供研判的訊息之外，

亦盼望國內的環保團體能夠更深入地與國際機構進行技術資訊和焦點議題推動

的接軌，使得台灣整體社會能夠成為全球永續消費與生產主流中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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